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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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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识课程体系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研究课题，需要对通识课程体系相关内容展开详细分析。现将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

系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研究价值，整理其构建方法，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生死教育、关注婚姻家庭教育等维度，叙述高等职业

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的实施方案，旨在为更多高等职业院校提供思考方向，科学落实通识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任务，以便向社会输送更

多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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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高等职业院校是将培养实践型专业人才作为教育目标，

推动社会各个领域有序发展。科学开展通识课程教育，可以让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心理健康、生死观、婚姻家庭等方面形成

更深刻的理解，引导学生成长为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新

青年，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现从构建与实施角度，对于高等职业

教育通识课程体系进行全面研究。

一、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的研究价值

（一）构建专业教育互补机制

因为高等职业教育是将培养社会中流砥柱作为教育目标，所

以在专业教育方面侧重于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引导学生通过

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但是，这种关注技能性、应用

性的专业教育，会让学生过于重视短期学习成果，对于长期学习

积累认识不足。开展通识课程体系研究，可以让学生从长期发展

角度，对于通识课程理论知识进行充分学习，以此提高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可以认为，通过研究通识课程体系，可以与高等职业

教育的专业教育体系进行良性互补，引导学生成长为社会岗位所

需的专业人才。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通识课程体系，主要目标是让学生认识到

学习理论知识对于自我未来发展、个人职业规划的重要性，科学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从原本的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

求知，充分激发学生对各类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以独

立自主的视角分析当前学习条件、研究现有生活环境、确认个人

发展需求，让学生对未来形成更明确的认识。在学生接受高等职

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研究成果后，可以让学生在身份转变过程中，

快速适应工作岗位，从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视角无缝化切换为社会

工作人员视角，有助于学生积极投入职业工作，为学生未来学习、

生活提供可靠帮助。

二、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的构建方法

（一）确认基础原则

全人教育是一种以提高学生对各类事物的认知能力为目标的

教育理念，在构建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时，需要遵循全人

教育原则，让学生在吸收通识课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于自我、

他人、社会等各个方面形成准确理解，认识到自我学习、思考的

重要性，从多个角度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比如将心理健康教育融

入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让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积

极迎接学习、生活的各类问题，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迎接未来

机遇或挑战。

（二）打造“一体两翼”课程体系

在构建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时，需要设置“一体两翼”

课程体系，即将高等职业的专业教育内容作为主体部分，将通识

教育作为两翼部分，开展全维度的课程融合，提高通识课程体系

的层次感。比如在高等职业院校学科体系中，涉及阅读外文文献、

接触全球先进技术的专业学科，就可以将这类专业学科作为一体，

将针对学生电工技术实操职业能力的电工通识教育内容作为一翼，

将面向学生心理健康引导的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二翼，构建多课程

联动的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

（三）关注课程内容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需要合理关注课程内容对于学

生学习、成长的正常引导，结合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科学设计课程内容，培养学生通用能力。比如思想政治课程侧重

立德树人，对于学生三观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就可以在思想政治

课程基础上，融入生死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生死观和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具有同等地位，正确看待生命死亡教育问题，发挥

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对学生做人做事的正向引领。

三、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的实施方案

（一）开展通识课程全课程心理健康教育

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在面对学业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

力，严重影响学生未来学习与生活。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

程体系时，可以考虑从通识课程全课程的视角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科学缓解学生心理压力，提高学生抗挫折能力。在实践中，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设置全课程教育框架。在

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中，可以细分为思想素质类课程，比

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文化素质类课程，

比如计算机基础、创新创业教育等，身体素质类课程，比如高等

职业教育体育、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等。通过学习课程内容，可

以引导学生构建通识课程理论知识框架。考虑到心理健康教育与

大多数通识课程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可以根据各类课程的理论

知识框架，搭建覆盖全课程的心理健康教育框架，引导所有通识

课程教师投入心理健康教育中，从多个角度向学生传递心理健康

教育理论知识，以便顺利开展后续的教育活动；第二，科学开展

教育活动。通识课程教师需要根据课程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学习

心理健康教育，对理论知识形成更深刻的理解，强化心理健康教

育对学生身心的引导作用。比如在计算机基础中，教师就可以通

过分析计算机运行原理，让学生理解外界干涉对计算机运行结果

的影响，以此向学生传递保持心理健康，抵御外界不良信息负面

影响的重要性。或是通过体育教师，让学生认识到通过积极运动，

保持健康体魄，对于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通识课程教师需要

让学生在学习通识课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理论知识

底层逻辑的角度，学习心理健康教育，掌握如何保持心理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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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方法，从而科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第三，整合教育反

馈内容。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在月末组织通识课程教师开展讨论会

议，根据学生群体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效果，

进行有效的教育反馈，做好反馈内容的整理与分析，以便开展下

个阶段的全课程心理健康教育。比如思想素质类课程，需要通过

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培养道德情操。对于身

体素质类课程，需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形成健康学习、

生活方式。通识课程教师需要根据其他教师对于学生的言行举止

评价，确认是否达到课程心理健康教育预期目标，做好后续的通

识课程教育调整工作，以便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思想、行为

的引导价值。

（二）通过思想政治课程进行生死教育

受限于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在学生生死观塑

造方面存在缺位问题，导致学生无法以正常心态面对亲人家属的

生死问题，极容易影响学生的生活轨迹。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通

识课程体系时，可以通过思想政治课程进行生死教育，让学生形

成正确的生死观，勇敢面对未来生活条件。在实践中，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落实生死观宣传教育。比如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课程中，教师

需要通过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有关生死观的教育影片，让学

生普及生命教育知识，以客观视角正确看待生死问题，让学生在

认识生命的基础上，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比如聚焦地震后动物

园恢复工作的《家园》短片，以大熊猫的视角讲述人们在面对天

灾时仍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通过努力勇敢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这种通过动物传递生死观的短片内容，可以让学生正确对待死亡，

用乐观态度面对生命。在短片播放完毕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谈

论自己对生死观的看法，从而巩固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生死观的

塑造效果；第二，优化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体系。思想政治课程教

师需要根据生死观教育需求，对于现有教育体系进行合理优化，

将理论知识与生死观教育进行有效融合，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珍

爱生命。教师可以通过“领悟人生真谛”的教育主题，让学生思

考自己学习目标，明确未来成长方向。再向学生分发白纸，让学

生在白纸上写下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使用时间胶囊的方式，埋在

高等职业院校空地中。在十年或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将时间胶

囊挖出来，让学生阅读自己当初写下的事情，从而让学生思考属

于自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以思想政治课程的教育引导功能，

构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生死观教育逻辑。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

用高等职业院校的名义，与殡仪馆取得联系，通过思想政治课程

课外实践的方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人们对于生死的态度，提升

学生对生死观教育内容的理解；第三，设置心理援助机制。考虑

到在每年冬季，老年人会受到天气温度骤然变化，导致疾病恶化，

因病去世。在寒假参加家中老人葬礼的部分学生，可能会对生死

观产生错误认知，无法消解亲人离世的悲痛。思想政治课程教师

可以考虑设置心理援助机制，通过与班级辅导员进行沟通，确认

学生家中变故。在学生返校后，立刻开展心理疏导工作，为学生

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开设高等职业院校心理援助热线，

为还未返校的学生在线辅导，进行危机干预。利用心理援助机制

的快速介入功能，让学生回忆在思想政治课程学习中接受的生死

观教育理论知识，引导学生接受亲人离世的事实，以乐观态度面

对未来生活。

（三）开设选修课程关注婚姻家庭教育

婚姻家庭教育是新时代青年接受婚姻、组建家庭的重要教育

内容，高等职业院校需要承担教育责任，让学生学习、掌握婚姻

家庭教育理论知识，正确看待婚姻、家庭。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

通识课程体系时，可以开设选修课程，引导学生关注婚姻家庭教育，

以正确心态面对婚姻生活与组建家庭。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规划选修课程内容。高等职业院校

可以在通识课程教师中，挑选已婚教师，专门开设选修课程，面

向全校师生。在选修课程内容设计上，可以设计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部分设置婚姻教育，关注当前社会男女普遍存在的婚恋焦虑问

题。下部分设置家庭教育，关注学生从学生到夫妻、父母的新身

份转换问题。考虑到部分课程内容较为敏感，可以通过讨论回忆

的方式，结合已婚教师的观点与未婚教师的想法，对基于婚姻家

庭教育的通识课程内容进行全面优化；第二，科学破除婚恋焦虑。

对于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虽然有婚恋的想法与意愿，但是会

从多个方面获得婚姻不幸福类似的消息，造成群体性的婚恋焦虑，

导致部分学生产生拒绝婚恋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结

合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的理论知识实践内容，让学生与真

实世界产生链接，以亲身体会的方式感受他人的关爱，以设身处

地的方式理解他人的想法，减少互联网错误信息的干扰。在思想

方面，需要与真实的人进行心交心。在行动方面，需要主动打开

心扉，以真诚的态度与他人交往，形成对婚恋的正确认识，减少

精神内耗，以此达到科学破除婚恋焦虑的教育效果；第三，正确

看待组建家庭。部分学生之所以在思想上拒绝组建家庭，其根本

原因是缺少对家庭的正确认识，担忧自己即将承担的家庭责任。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将自己作为教学案例，向学生分享自己

如何接受婚姻，在组建家庭过程中如何解决具体问题，让学生理

解组建家庭和高等职业教育通识课程体系学习具有相同的内在逻

辑，即通过不断积累理论知识，强化实践能力，随时应对各类问题，

从而不断更新理论知识逻辑框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学习选

修课程，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协助学生开展幸福生活。

四、结语

高等职业院校在构建与实施通识课程体系时，需要明确教育

目标，合理分析心理健康教育、生死教育、婚姻家庭教育等教育

要求，结合必修课与主修课，设计完善的构建与实施方案，确保

教育资源得到合理应用，提高通识课程内容的丰富度，提升通识

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引导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社会有序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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